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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中匡果 极堆研究中心极地生物学研究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生物学研究室的主

要任务是Yt=展极地海洋生态学领域(主要是海

冰区生态学)的有关主导过程、主要机制、重

要环节、循环特性和动力学研究；极地生物资

源(主要是极地微生物菌种和藻种资源)的调

查研究、种质资源平台构建、资源利用技术研

究与开发、资源战略软科学研究；极地低温生

物(主要是极地低温微生物)的重要生物学基

础理论研究、活性产物及其应用基础和生物工

程技术研究；极地生态环境(主要是极地海洋

生态环境)的监测研究和相应管理战略软科学

研究；极地生物科学相关领域的科学装备技术

整合和科学规划战略分析等领域研究。

极地生物学研究室目前设有三个专业实验

室：极地生物学分析实验室、极地微生物与分

子生物学实验室、生物化学分析实验室。

(1)极地生物学分析实验室：配备有倒置

显微镜、万能显微镜、常规显微镜、实体显微

镜、光温程控培养箱、沉积物捕集器、冰芯

钻、采泥器、小型和微型浮游生物网具、荧光

计、温度传感器和光量子计等，具备基本的数

据采集、样品观察和分析手段。

(2)微生物与分子生物学分析实验室：配

备有无菌工作台、洁净工作台、超低温冷冻

箱、一20℃冷冻箱、自动高压灭菌消毒器、

PCR、电泳系统、凝胶成像、控温培养摇床

等，并建有一个极地低温微生物种质资源保藏

库，具备基本的微生物样品保存和分子生物学

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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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化分析实验室：配备有超滤系统、

分光光度计、无机碳检测仪、便携式pH计、
盐度计、电子分析天平、台式高速冷冻离心

机、马弗炉和自动纯水器等，具备基本的生物

化学分析能力。

该室建有1个保藏库：极地微生物菌种保

藏库，收集和保藏来自南极和北极海冰、水

柱、沉积环境及陆地土壤、植被和湖泊环境等

特殊生境微生物菌株数千株，初步形成极地特

殊和极端环境微生物的有效资源保藏。以此为

依托，开展极地微生物学、微生物生物化学和

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重点开展极地微生物酶学、微生物药物先导化

合物等天然产物的筛选及其应用基础研究。

该室在建1套南北极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以极地“十五”期间能力建设为依托，以南

极长城站和北极黄河站为基地，建设生态环境

监测体系。主要设备将包括：营养盐自动分析

仪、碳分析仪、高效液相色谱、光学显微镜及

图像分析系统、自容式CTD、YSI多参数水

质分析仪、光量子计、唐纳荧光计、紫外分光

光度计等。建成后的监测体系将为我国南、北

极的生态环境监测提供有力的保障。

目前该室设有2个专业组——极地海洋生

态学专业组和极地微生物与分子生物学专业

组。2004年度极地生物学研究室固定研究人

员7名，由极地海洋生物学、极地海洋生态

学、极地海洋化学生态学、极地微生物学、微

生物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专业研究人员组

   



成，其中研究员2名，副研究员1名，助理研

究员3名，研究实习员1名。流动人员5人。

其中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1名，硕士研究生3

名，专职实验员1名。

一、主要研究领域及成果

极地生物学专业经过了14年的学科建设

和发展，经历三个阶段的开拓性研究工作，在

极地生物学研究领域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相应科

学积累。

(1)1990～1993年，中一日联合长城站生

物学合作研究。参加中国第七次南极(夏季)

考察，开拓了极地海洋微型生物研究领域，构

建了我国学术界在南极海洋微型异养领鞭毛类

和南极雪藻的生态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批基础研
究成果。

(2)1991～2004年，极地海冰区生物学

和生态过程研究。参加中国第八、九、十三次

越冬研究，第十六次夏季考察，中国首次和第

二次北极科学考察，中一德合作第十五、十八

次德国“极星”号北极考察，执行“八五”、

“九五”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和面上项目、北极科考专项和国家海洋局青

年海洋科学基金项目，该领域的研究开拓了我

国在极地海冰区生物学领域的先河，积累了极

地海冰区研究的技术、经验和学术思想，完成

了一系列系统性的研究成果。

(3)1996～2004年，极地微生物I程技

术应用基础研究。为实现极地生物资源的有效
利用做技术准备，已建立了目前我国规模最

大、菌种资源储备最多的极地微生物菌种资源

战略储备库。目前正加大力度开展应用技术研

究，该领域的技术研发有望实现产业化的应

用。

具体研究领域及成果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极地海冰生态学领城

海冰是南、北两极海域最为重要的特征，

海冰生态学是极地海洋生态学中最富特色、最

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开拓南极近岸海冰生态

学研究的基础上，新辟了北极浮冰生态学研究

领域，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极地海冰生态学研
究领域的技术实力和学术思想。

利用第八、九和十三次队中山站越冬和参

海洋开发与管理

加第十六次队南大洋调查，对海冰物理结构和

理化特性、海冰微藻生物量和群落结构、冰下

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及季节变化、冰下生源物质

通量和海洋微生物环特性进行了时间序列研

究，为中心的极地海冰生态学领域日后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通过我国的首次和

第二次北极科学考察，参与德国第十五次和第

十八次“极星”号北极航次，在原有基础上

进一步拓展了北极浮冰生态学研究。掌握了对

北极高纬海域冰藻群落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

并在国际上首次尝试通过把系列稀释实验法应

用于对浮冰生物群落的摄食研究，来研究秋季

结冰期间海冰微型动物对冰藻的摄食特性，成

功地揭示了秋季北极高纬浮冰内部的高生物活

性。该领域研究奠定了我国海冰区生态学研究

领域的技术实力和学术思想，并多次在国际会

议上作大会报告，形成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2．极地海洋微藻分类学领域

利用5个南极航次(包括南极越冬研究)

和4个北极航次的样品采集，对北极格陵兰海

海冰硅藻、北极楚科奇海和南极普里兹湾浮游

植物、北极高纬浮冰海域沉积物捕集器捕获物

中的硅藻种类等进行了分榜。相关分类研究已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其中预

期成果《南、北极海冰区微藻图册》正在按计

划进行组稿。该成果将为两极迅速变化环境下

的海洋微藻生物多样性长期监测提供依据，同

时为国内、外极地海洋微藻生态和微藻应用基

础研究提供最为便捷、直观的分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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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利用参加第一

成 冬的机会，对中【

果 通量的时序变化i
亩木碡老瘩队审．；

生物地化循环领域

三次南极考察队在中山站越

站近岸海冰区冰下水柱硅藻

行了研究，并通过第十六次

合作南极普里兹湾碳循环研

究项目，对该海域硅藻通量的季节变化进行分

析，揭示了海冰分布特性和海冰初级产量对硅

藻通量的贡献。同时，利用我国首次北极科学

考察的机会，在北冰洋高纬浮冰区进行了短期
垂直通量研究，阐述了沉积物中硅藻种类组成

和丰度，分析了夏季海流对生源颗粒物垂直输

运的影响。这是国际上少数在北冰洋高纬海域

开展的通量研究之一，研究成果发表在我国首
次北极科学考察专著——矧匕极海洋环境与海

气相互作用研究》之“北冰洋碳的生物地球

化学”章节中。上述研究是我国在极地海域开

展硅藻通量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对了解极地海
洋碳通量及其硅藻在其中的贡献率具有重要的

意义。

4．极地海洋微食物环和微型生物生态学领
域

重点研究海洋原生动物的群落特性及其在

食物网营养输送q稍作用，并对超微型藻类、
游离细菌和病毒特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极大

地拓展了我国对极地海洋微食物环和微型生物

生态学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

主要开展了南、北极重点调查海域(南极

普里兹湾和北极白令海及拉普捷夫海)4个航

次的微生物环主要类群(原生动物、微型浮游

植物、细菌、游离病毒)的丰度统计和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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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并开展了2个北极航次的摄食实验研

究，显示原生动物对微藻具有较强的摄食能

力。考虑到微生物环的复杂性，计划在取得初

步的研究结果后，将对部分环节进行重点研

究，以形成我国对该领域的研究特色。

5．菌种资源库建设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已在极地微生物的收

集、保藏和有关特性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积累

和研究工作。自1994年以来，经过十余次南、

北极现场考察，较大规模地实施了极地微生物

菌株的收集和分离，获得长城站所在的法尔兹

半岛地区的冻土、湖?自、苔藓植被、近岸海洋

和长城站生境；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地区

的海冰、海水、海底沉积、淡水湖泊和湖相沉

积、陆地土壤、苔藓群落；南印度洋海域；北

极楚科奇海、加拿大海盆、拉普捷夫海、格陵

兰海等海域海冰、海水和海底沉积物等环境来

源的细菌、真菌和放线菌菌株数3 000株左

右，并初步建立了极地微生物菌种库，目前大

体保持年均1 000株左右的净增速率。

6．微生物生理生化特性研究

开展了极地微生物生理生化特性及其低温

酶类研究，目前已筛选到包括蛋白酶、淀粉

酶、纤维素酶、脂肪酶、几丁质酶、琼胶酶等

在内的多种低温酶类；已经获得产低温蛋白酶

活性菌株20余株，产低温脂肪酶活性菌株50

余株，产淀粉酶和琼胶酶活性菌株20余株，

产几丁质酶活性菌株10余株，产海藻糖酶活

性菌株8株；与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和华东理

工大学合作筛选到万古霉素耐药菌的抗菌活性

   



菌株和抑制青菇病病原菌的极地低温真菌株，

并正在开展其药物化学结构和药理研究；与中

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合作进行抗肿瘤

药物的筛选。

对来自南极乔治王岛冻土菌株Pseu—

domonas sp．BTsl022分泌的脂肪酶的初步研
究表明，该脂肪酶的最适作用温度为24℃。

利用其作用温度低，作用pH值偏碱性(pH

值7～9)的特点，该脂肪酶有望在洗涤添加

剂、食品加工和低温环境污染物生物转化等领

域应用。

7．微生物分子生物学研究

2002年开始开展基于16S rDNA序列的

南、北极微生物系统发育多样性研究。中国极

地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遗传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紧密合作，建立极地样品总

DNA的提取技术，以及利用梯度凝胶电泳

(DDGE)对16S rDNA PCR产物进行分离，

并通过序列测定和分析确定极地特定环境中微

生物的主要类群组成及其多样性的研究方法。

应用此方法对南极菲尔德斯半岛地区土壤和北

极加拿大海盆海冰区细菌群落系统发育多样性

研究。

研究显示，极地可能存在生活予缺少有机

质、干旱、寒冷等恶劣环境的假单胞菌新种。

其中菌株Pseudomonas sp．BTsl022分离自南
极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长城站附近平顶台西

侧苔地永冻土的表层土壤，为新成土，表现出

新近沉积物的岩性特征，有机质含量小于

l％，与来源于其他环境的假单胞菌有很大的

差别。

二、今后发展思路

经过近十年的南北极考察研究和极地生物

学学科建设，已经在极地海冰生物学、极地海

冰区生态学、海冰区通量研究和极地低温微生

物学等国际前沿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系列系统成
熟的研究工作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和初步的人

才结构。在上述领域已经有一定条件形成一个

以特定研究群体为主体的开放式研究基地。

根据今后5～10年国际极地生物学研究的

前沿科学和发展趋势，进一步壮大研究实力和

加强极地生物学学科建设力度，重点发展三个

技术平台：极地生态环境监测与研究装备技术

平台、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技术平台、极地微生

物资源基础技术与研发平台，使极地生物学的

技术和研究在良好的野外实施的技术积累基础

上，进一步继续和发展，产出高质量、高水平

的研究和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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